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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老有所养”，各地“新招”频出
据新华社电 我国老龄化趋势明

显，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

已达2.4亿，未来10年每年或将有1000

万人口迈入老年人行列。如何让“老有

所养”的梦想成为现实，一起来看各地

积极探索多元化养老模式的种种“新

招”。

敬老+租房：
用陪伴“抵”房租

从事物流行业的年轻人陈海珍从未想

过，自己会在不到30岁的年纪住进养老院，

并在此找到了自在舒适的生活方式。

在浙江杭州，一家名为“阳光家园”的养

老院开展了一场“试验”，参与项目的年轻人

每月为老人们提供不少于20小时的志愿服

务，就能以每月300元的低廉价格住进养老

院。陈海珍就是第一批年轻住户之一。

这20个小时的志愿服务可以是教老人

用智能手机、看书读报写字，也可以是就诊

陪伴、院内散步等。养老院规定，如果志愿

服务时间没有达到 20 小时，或老人满意度

评价不高，可能会被取消准租资格，腾退房

源。

“最早想要引入年轻人的初衷，是希望

帮助老人建立一个社会支持体系。”阳光家

园总经理吴云昉说，“像一个小社会一样，能

有不同年龄段的人与老年人接触。”

在吴云昉看来，中国养老现状是仍集中

在对失能、失智老人的医养结合保障建设方

面，还没有关注到老年人向往更高生活品质

的精神诉求，而稳定、长期的陪伴和互动，是

他们对志愿服务的普遍需求。

一 条 荷 塘 栈 道 向 四 周 延 展 ，

三五老人在“幸福亭”下小憩，不

远处，是一块专门供老人种菜的

菜地……

在福建宁德，一家乡村养老院成

了附近农村许多老人的新家园。在

这里，老人们每个月只需要缴纳

300~500 元，就可以享受从衣食住行

到家庭医生服务等一系列照料。这

对于许多家庭困难的农村老人而言，

无疑是解了燃眉之急。

每人每个月数百元的费用如

何维持一座养老院的运转？该养

老 院 有 自 己 的 解 决 之 道 。 据 介

绍，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幸福院通

过争取村民同意，将院子周边的

空地开辟给老人耕作，有劳动能

力的老人可以在菜地种植蔬菜，

每月能够获得数百元的酬劳，而

他 们 的 劳 动 成 果 将 供 应 给 幸 福

院，摆上食堂餐桌。

在宁德市蕉城区慈善总会副

会长林维基看来，当下，各地的农

村养老院，首要解决的是开源节

流。“农村多数老人长期从事耕作

劳动，在年老后给他们适当的机

会从事简单的劳动，既可以活动

筋骨，补贴家用，也能丰富他们的

业 余 生 活 ，让 一 些 老 人‘ 老 有 所

用、老有所为’。”

“开源节流”下的农村养老

不少老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年纪

大了，子女不在家，独自下楼买个菜

都不方便，可如果住到养老院，又觉

得有些不适应。

在安徽宣城，有500位老人尝鲜

居家养老服务：在家有需要，按个键，

就有人来帮你。这种没有围墙的养

老院受到老人们的欢迎。

“确切地说，老人可以按两个

键来获取不同帮助。”承办此项服

务的负责人丁萍说：“我们会根据

老人的情况，在他们家中安装不

同的呼叫设备，有固定的，也有移

动的，但不论是哪种设备，都会拥

有红键和绿键。”

丁萍介绍，若有紧急事件发生，

譬如心脏病发作、突然摔倒、家中被

盗、煤气泄漏等，老人只需轻轻按下

红键，他的姓名、电话、地址等信息就

会迅速传到信息中心、物业、社区、子

女那里，从而快速得到帮助；如果老

人需要家政服务、维修电器水管、购

物等，则可按下绿键，就会有专业人

员上门服务。

在社会学家杨建华看来，智慧

养 老 是 一 项 人 性 化 的 工 作 。 在

“智慧养老”时代，有关机构对老

人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和管理，能

使更多居家养老的老人得到更专

业的服务。

居家养老尝鲜“一键呼叫”

用住房来换养老金

把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住在家里，每

月就可以领取不低的养老金……在浙江

杭州，保险客户陆先生夫妇从杭州市金融

办相关负责人手中就领到了这样一笔特

殊的养老保险金。

这个项目被称为“以房养老保险”，它

是一种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养老年金保险

相结合的创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简

而言之，是把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但还

能继续住。然后每个月从保险公司领一

笔养老金，直到身故，保险公司再处置房

子，并扣除相关费用。

这种模式，让那些住着价值较高的房子但

收入较低的老人，每月都能获得一笔不菲养老

金，从而改善养老生活。

据提供该保险产品的公司负责人介绍，目

前产品主要优先孤寡失独老人、低收入家庭、

高龄老年群体投保。“老年人与保险公司签订

合同时，双方将确定基本养老保险金额，以抵

押房产的评估值为基础，同时考虑房屋折旧、

预期增值、预期的老年人平均生存年限等，金

额一经确定，不能变更。”

在业内人士看来，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一

种选择，“以房养老”通过金融机构、保险公司

代理模式，可以增加老年人养老资本，提高老

年人生活质量，也能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有一

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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